
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曾

撰文质疑“谁来养活中国”。10多年来，中国用

粮食产量“九连增”的奇迹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原熟、天下足”。

创造中国粮食丰产奇迹，河南省举足轻重。

2012 年，作为全国小麦主产区的河南省，

夏粮总产量 637.2亿斤，比上年增产 10.9亿斤，

在稳居全国第一的同时，实现了自 2003 年以

来的“十连增”。

河南，在中原经济区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进军征途中，用占全

国 1/16 的耕地，生产了全国 1/4 的小麦、1/10

以上的粮食，养活了占全国 1/13 的人口，每年

还输出原粮及制成品 400亿斤。

何以让“天下粮仓”的传奇日益精彩？

农业科技支撑作用明显，其中优良品种的

培育推广更是功不可没。种子被誉为“粮食之

母”，截至目前，河南省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达 98％以上，小麦品种经过 10次换代，平均亩

产已由 1949 年的 83 斤，增加到目前的 800 斤

左右，是原来的近 10 倍。小麦良种对小麦生

产的科技贡献率达到 50％。

在众多的小麦良种中，一个品种尤为出

众，它就是全国小麦主导品种、河南省重大科

技专项支持品种——“矮抗 58”。

据统计，“矮抗 58”2012 年种植面积 4301

万亩，约占黄淮南片麦区的 1/3，约占全国小麦

总面积的 1/8，累计种植面积达 1.86 亿亩。一

位记者曾按照小麦生产情况进行了估算，结果

令他惊讶，中国人吃的每 4 个馒头中，就有一

个来自河南；每 8个馒头中，就有 1个来自小麦

品种“矮抗 58”。

2010年夏，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许

昌县陈曹乡后孙汪村万亩小麦高产示范方登

上收割机与机手一道抢收小麦，实地收获的就

是“矮抗 58”。同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

来河南视察小麦生产情况，在新乡、荥阳，看到

的也是“矮抗 58”。

先后两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卢展工，

河南省省长郭庚茂，省委秘书长曹维新，省人

大副主任王菊梅，副省长刘满仓等省领导，都

曾多次考察河南省粮食核心区建设工作，总能

看到“矮抗 58”的茁壮成长，喜获丰收。

“矮抗 58”以其优异的表现成为了引领黄

淮粮食丰产奇迹的主力军，为稳定中国粮食生

产立下了汗马功劳，突显了一粒种子的独特

“魅力”。

“矮抗 58”：书写小麦
史上的传奇
“矮抗 58”由河南科技学院小麦中心主任

茹振钢教授选育成功，从 2005 年脱颖而出到

迅速推广应用，短短 3 年便一跃成为黄淮麦区

的特大小麦品种。2009 年—2012 年连续 4 年

被农业部推介为黄淮麦区主导品种。据全国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推广区域各省种子

管理部门统计，截至 2012 年 8 月，“矮抗 58”全

国累计收获面积 1.43 亿亩，增产小麦 66.86 亿

公斤，实现增产效益 130 多亿元。“矮抗 58”已

成为我国种植面积在 4000 万亩以上的特大品

种，为促进河南省粮食核心区建设和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

“矮抗 58”为何能在黄淮麦区一枝独秀？

按照老百姓的话说，它最大的优点一是

“经得起折腾，够皮实”；二是“稳产、高产”。

黄淮麦区是我国最大的小麦产区，约占

全国小麦面积的 75%。然而该麦区倒伏危

害、冻害、旱害等自然灾害频发，条锈病、白粉

病、纹枯病危害严重……特别是近年来，黄淮

麦区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冬春连旱的恶劣天

气，对小麦生产构成了极大威胁。但是，“矮

抗 58”历经大风大雨、冬季干旱、低温等多种

不良气象因素的考验。“抗寒、抗倒、抗病、高

产、稳产”等综合优势更加明显，灾年不减产，

丰年更高产，已成为政府放心、企业欢迎、百

姓受益的好品种。2010 年，高产多抗广适小

麦品种“矮抗 58”及配套生产技术荣获河南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

对于小麦品种，稳产是最被专家、老百姓

看重的优点。

对此，数字最能说明一切。

据统计，2008 年—2009 年度建立的 18 个

“ 矮 抗 58”万 亩 高 产 示 范 基 地 产 量 为 536—

658.9 公斤，平均产量 597.6 公斤。2009 年—

2010 年度建立的 19 个万亩高产示范基地产量

为 536—645.5 公 斤 ，平 均 亩 产 602.9 公 斤 。

2010年—2011年度建立的 16个万亩高产示范

基 地 产 量 为 583.2—694.5 公 斤 ，平 均 产 量

620.53公斤。 （下转第三版）
右上图 茹振钢教授在进行科研。

引领黄淮粮食丰产奇迹的主将
——全国小麦主导骨干品种“矮抗58”诞生记

本报通讯员 夏 冰 吴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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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婷婷）“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填补

了我国乃至亚洲的一项技术空白。”日前，记者从中国恩

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获悉，由其自主研发的“地下矿无

人驾驶电机车运输技术”正式投入产业化运行。中国工

程院院士于润沧表示，地下矿无人驾驶电机车运输系统

的技术突破，是我国向地下无人采矿迈出的第一步。

据了解，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矿井下所使用的运输设备

都需要人工驾驶，工作条件、安全保障及运输效率上都受

到较大制约。无人驾驶电机车，不仅能使矿山的矿石运输

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运输能力得到更大发挥，也给矿山

运输过程中杜绝人员伤亡事故提供了可靠保证。

课题负责人白光辉介绍，铜陵冬瓜山铜矿-875m 中

段在采用此项技术后，运输系统作业人员由原来的 40人

减少至 8人，极大地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地下矿无人驾驶电机车运输系统由智能无人驾驶

变频电机车系统，巷道移动无线通讯系统，电机车自动

调度、保护与监视系统，电机车运输供电管控系统 4部分

组成。电机车牵引列车组在运行过程中实现远程遥控

装矿，自动运行、卸矿。运行状态通过无线通讯，实时显

示于调度室内。必要时也可通过远程实时调度操控。

在无人驾驶状态下，机车按集中控制室的指令启动

后，可一直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周而复始地运行。运行中

如出现故障，机车可自我诊断，诊断信息将集中反馈到控

制室显示屏上，提示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人工处理。

于润沧指出，远程遥控和自动化采矿是现代矿业发展趋

势，而地下矿无人驾驶电机车运输系统是其重要环节。此次

成功产业化运行的地下矿无人驾驶电机车已达国际水平。

无人驾驶电机车运输地下矿产安全高效
装矿卸矿可远程遥控自动运行

本报伦敦 3月 25日电 （记者刘海英）
英德两国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自然·遗传

学》杂志在线版上发表论文称，他们找到了

基因缺陷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最新证据，发现

一个特定的基因缺陷可导致染色体更易突

变，从而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研究人员

称，这一全新遗传机制的发现，为癌症的预

防和治疗开辟了一条新路。

该研究由英国癌症研究所和德国海德

堡大学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共同完

成。研究人员通过两组全基因组——1651

位骨髓瘤患者基因组和普通人群基因组对

照研究发现，CCND1 基因的一个特定变

化，会导致某一特定染色体易位，而这种易

位则会引发一种亚型骨髓瘤。在参与研究

的 1651 名病患中，有五分之一的患者患有

这一亚型骨髓瘤，而研究表明，CCND1 基

因缺陷的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会使患上这

种亚型骨髓瘤的风险增加 80%。

论文作者、癌症研究所的理查德·霍尔

斯顿教授表示，这是科学家首次找到证据证

明，一个特定的基因缺陷会导致第二个特定

类型的基因缺陷，这就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

一样。这种多米诺效应是一种导致遗传性

癌症的新方式，不仅对理解多发性骨髓瘤这

种癌症十分有益，对于研究其他特定的遗传

性亚型癌症也具有重要意义。

该论文的另一位作者、癌症研究所的加雷

思·摩根教授则指出，找到特定的亚型多发性骨

髓瘤的遗传风险因子，就有望设计出针对性的

治疗方法。而基因缺陷多米诺效应的发现，对

于癌症遗传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癌症的

治疗和预防找到了一条新路。“在癌症研究中，

过去研究人员总是倾向于将不同亚型的癌症

归为一类进行研究，而新发现表明，我们需要摒

弃这种方法，在分子层面上对不同亚型癌症进

行更细致的研究。”摩根教授表示。

有人判断，大约二三十年后，人类会迎

来第四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最大的

不同在于，人们更为看重自身的健康、幸福，

以及能力的延展，生物技术将成为引领。显

然，基因组学的快速发展在其中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人类基因组中藏着生命奥秘

的密码，基于对它的破译，才有了近年来生

命医学领域不断出现的喜人成果，当然也包

括今天的“多米诺效应”。但实际上，对基因

组这本“天书”的解读还只是刚刚开始，等到

把它读透那一天，我们会在自己身上发现更

多惊人的秘密。

研究人员找到基因缺陷多米诺效应证据

近日，一篇题为《谁来为中国光伏产能过

剩悲剧埋单》的报道被几十家门户网站转

载。文章由无锡尚德破产重整说起，提出了

各地盲目追捧“绿色 GDP”的观点，把光伏过

剩的板子打在了地方政府身上。

这样的观点在这些日子屡见不鲜。在欧

美“双反”调查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最

大光伏产品加工与制造国家的光环迅速暗

淡。在竞相杀价、恶性竞争、纷纷破产的阵痛

中，反思光伏产能过剩的教训是有必要的。

但一味把板子打在地方政府身上，这是一种

简单而又缺少风险的思维。

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倘若明文规定，支持

扩张的县委书记一律撤职，难道今天的光伏

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吗？恐怕并没有那么简

单。因为，县委书记头上“一票否决”的东西

太多了，GDP是一个，环保是一个。如果能带

来“绿色 GDP”，对不起，他冒冒风险，继续支

持光伏产业，非但不该撤职，反倒值得表扬。

有人以“只要有钱有机器就能做光伏，忽

略了市场需求”为由，批评地方政府的冒进心

理。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2012年我国建

成的光伏组件产能达4500万千瓦，占到世界总

产量的一半以上，在国内市场并未打开的情况

下，这样的发展速度确实存在着一定风险。但

由此定性地方政府“忽略了市场需求”则有失

公允了。这里有一个公众比较熟悉的数据，那

就是中国光伏产品九成以上供应国际市场。

无论应用大国德国、西班牙，还是超级大国美

国，都曾对中国的光伏产品青睐有加。如果不

是遵循了市场规律，就不会出现无锡尚德在纽

交所的上市；如果不是考虑了用户需求，各地

政府就不会花着巨额钞票去做一场光伏梦。

在过去几年光伏产能是否过剩的争论

一直持续不断。但各地政府的投资热情并

未被打断。那时候没有人能预知世界经济

危机会突然间袭来，没有人能预知欧美国

家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自然也没有人

能 预 知“ 双 反 ”调 查 会 在 一 夜 之 间 从 天 而

降。在这么多个无法预料中把光伏窘迫的

责任全都归罪在地方政府身上，于情于理

不免有失公道。 （下转第四版）

光伏过剩的板子不能简单打在地方政府身上
韩义雷

科技时评

本报记者新闻追踪：

谁来为光伏窘境负责
——无锡尚德破产重整引发的思考

（详见今日4版）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3月25日电（记者陈鹤高 程志
良 李拯宇）正在坦桑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

平 25日在达累斯萨拉姆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题为《永

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重要演讲，总结中非友好关

系发展历史经验，全面阐述新时期中非共谋和平、同促发

展的政策主张。

习近平强调，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非洲人民正致力于实现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非洲

梦。中非人民要加强团结合作、加强相互支持和帮助，努力实

现我们各自的梦想，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

同繁荣的世界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当地时间上午10时35分许，习近平抵达中国援建的尼

雷尔国际会议中心时，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在大楼前迎接。

会议中心千人大会议厅宽敞明亮、座无虚席。两国元

首步入时，全场起立欢迎。在中坦两国国旗映衬下，习近

平和基奎特走到主席台中央，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基奎特首先致辞，他盛赞坦中、非中传统友谊，强调坦

中关系牢不可破，坦桑尼亚愿继续同中国和非洲国家一

道，坚定致力于促进坦中、非中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基奎

特邀请习近平发表演讲。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习近平发表重要演讲。

习近平表示，这是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首次访问

非洲。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兄弟的坦桑尼亚人民和

非洲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习近平指出，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一

辈政治家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纪元。从那时起，中非人

民在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中，在发展振兴

道路上，相互支持、真诚合作，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的兄弟情谊。 （下转第四版）
左图 3月 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累斯萨拉姆尼

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 新华社记者 王晔摄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强调

中非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创新驱动发展·品牌创新

□习近平会见桑
给巴尔总统谢因和
坦桑尼亚前总统姆
卡帕

□习近平凭吊援
坦中国专家公墓

□习近平抵达比
勒陀利亚开始对南
非进行国事访问并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五次会晤

□习近平将出席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2013年年会

□李克强会见美
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张德江会见阿
联酋联邦国民议会
议长

□张高丽会见美
国前国防部长科恩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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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
● 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
● 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


